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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电子版的原理、结构及应用
摘　要　《中图法》电子版的研制具有重要意义。其原理是将《中图法》第四版印刷本数据机读

化 ,包括《中图法》MARC 格式研制及其数据库的建立 ,以及功能软件的研制。《中图法》电子版

具有完善的体系结构 ,功能完备。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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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BER　G254. 1

　　《中图法》电子版是由《中图法》编委会和北京丹

诚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发研制而成的一部利用

计算机技术实现多功能检索和多维显示的分类法 ,

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

1 　《中图法》电子版研制的意义

《中图法》的电子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首先 ,从网络环境看 ,网络资源的膨胀和增殖 ,

直接影响到《中图法》在网络环境下的潜在使用功

能 ,网络环境下资源组织的实践给《中图法》的理论

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国内图

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得到快速发展 ,作为机读化的分

类数据应和书目数据、规范数据一样具有标准化的

交换格式 ,以便数据的利用和开发。

其次 ,从《中图法》更新版本、维护管理来看 ,由

于缺乏计算机管理 ,无法控制类目概念重列、类号类

级排版错误 ,不能建立和控制健全完善的类目参照

关系等 ,分类法的编制质量受到直接影响。从《中图

法》各系列版本同步更新发展来看 ,由于缺乏行之有

效的电子化产品和机读化的管理手段 ,很难达到同

步一致的修订。

第三 ,从计算机编目工作来看 ,用计算机检索分

类法可以帮助分类人员自动标引和辅助标引 ,提高

计算机编目效率和编目质量。另外 ,由于缺乏《中图

法》机读数据及其与书目数据的联机管理控制 ,无论

是《中图法》数据还是书目数据 ,都不能实现实时修

改 ,每一版更新都对书目数据造成负面影响 ,最终导

致影响读者分类检索。

第四 ,从计算机检索环境来看 ,由于缺乏机读化

的分类数据 ,所以读者很难实现分类检索。

第五 ,从世界分类法发展看 ,在国外 ,走在世界

分类法计算机化前列的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

(DDC)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开始研制计算机管理系

统 ,1992 年推出 DOS 环境下的 DDC 电子版的第一

版 ,1996 年推出 Windows 环境下的 DDC 视窗版 ,并

通过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LCSH) 的连接 ,已

具备了分类主题一体化的检索功能 ,是比较完善的

电子版。

《中图法》电子版研制出版有其深远意义和重大

影响。它标志着《中图法》已步入文献信息分类电子

化时代 ,对《中图法》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而且它

也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电子分类法 ,将推动文献信息

组织和应用的电子化。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可适

用于任何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书店、电子网站的

各种类型、各种载体形式的文献、信息的分类。它既

适用于传统文献的分类标引及快速查找类目 ,又适用

于电子信息的有序组织 ,为实现机助标引和智能自动

标引奠定了基础。它既适用于文献信息脱机标引 ,又

适用于文献信息联机网络标引。

2 　《中图法》电子版研制原理

《中图法》电子版的研制原理 ,是将《中图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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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印刷本的全部数据机读化 ,即将其印刷排版数

据转换为分类法 MARC 格式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 ,

然后通过光盘介质由软件提供检索、显示等功能。

软件功能的基础是建立在数据库中的 MARC 数据

记录上的。因此 ,电子版的研制原理主要由三部分

内容构成 :一是《中图法》MARC 格式的研制 ;二是

《中图法》MARC 格式数据库的建立 ;三是功能软件

的研制。电子版的研制过程是数据编制和软件研制

相互磨合的过程。它经历了制作数据 ϖ编写程序 ϖ

校验数据 ϖ修改程序 ϖ修改数据 ϖ再修改程序这样

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完善的过程。

211 　《中图法》MARC 格式的研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US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在美国诞生 ,并依据该格式生产了《杜威十

进分类法 (DDC)》的机读数据。1995 年 IFLA 成立

了 UN I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 研究小组 ,开始

进行研制 ,至 2000 年 1 月 25 日才发布了“Concise U2
N I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

《中图法》编委会 1995 年开始对分类法机读数

据格式进行调研 ,1999 年根据“USMARC Classifica2
tion Format”的设计思想和 UN IMARC 规范格式 (U2
N IMARC Authorities Format) 的结构特点 ,结合《中

图法》类目体系和类号结构特点草拟出“《中图法》机

读数据格式”即“CN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因

为它先于“UN I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的发布 ,

所以它虽然与“UN IMARC Classification Format”设

计思想和原则吻合 ,但还有待完善。

首先 ,《中图法》的 CNMARC 格式的设计须与

CNMARC的书目记录格式、规范记录格式、馆藏记

录格式相匹配。因此 ,它也分成记录头标区、目次

区、数据区三部分 ,同样遵循“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

磁带格式”标准 ( GB2921282 , ISO2709) 。

其次 ,分析类目结构和类目间的关系 ,用机读符

号对它们详细描述。类目是分类法机读数据的款目

记录 ,它包括类号、类名、类级、注释、参照根查等项

目。类号、类名是类目的主体 ,是被记录和描述的对

象 ,也是必备项目 ,需通过字段和子字段来描述。类

号类型如主类号、通用复分号、专类复分号 ,以及类

目的性质如使用类目、交替类目、停用类目、指示性

类目等分别构成记录类型 ,通过头标区定义记录类

型代码。类号的编辑制度如层累制、八分法、借号

法、顺序制等是通过类目字段的指示符来描述的 ;除

了指示类目以外 ,类级是类目概念逻辑限定的重要

手段 ,在印刷版中只需通过类名排版缩位则可表达 ,

但在机读格式中除了用指示符描述类号编辑制度

外 ,需要通过子字段来补充描述。注释是类目的必

要补充信息 ,在《中图法》中主要有三种类型 :含义注

释、使用注释、沿革注释。不同注释类型在类目使用

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因此 ,需要用不同的字段表述。

与其他类发生关系的注释信息 ,如仿分复分注释、使

用例举注释、参见注释等又采用了子字段和控制字

段进一步描述。参照根查是用来建立类目之间交替

关系、属分关系和相关关系的 ,分别通过不同的字段

来描述。为了表达清楚类目之间不同关系 ,还采用

了子字段控制。类目与主题词之间的关系、分类法

之间的关系也是类目的补充信息 ,也需要不同的字

段来描述。一条类目的记录由以下几部分构

成 : 　　

(1)记录头标区 ,包括记录长度、记录状态、记录

类型代码、指示符长度、子字段标识符长度、数据基

地址、字段长度等 23 位固定长度 ;

(2)目次区 ,包括 001 记录控制号字段、005 记录

处理时间字段、152 分类表与版本字段等 ;

(3) 122编码信息块 ,包括 100 一般处理数据字

段 ,23 位固定长度 ;

(4) 222类目标识块 ,包括 260 类目字段 ,有两位

指示符 ,类号用 ＄a \ ＄b \ ＄c、类名用 ＄m、类级用

＄h 来描述 , ＄z 为 8 个通用复分表和 60 个专类复

分表的控制标识符 ;

(5) 322类目注释块 ,包括 330 涵义注释、331 使

用注释、332 沿革注释 ,通过各字段的指示符表达了

注释类型 ,如宜入注释、仿分复分注释、参见注释等 ,

也表达了类号变更情况 ,如新增类号、停用类号、占

用类号等 ;

(6) 422无效类号根查块 ,460 无效类号根查 ,主

要是交替类目、停用类目、指示性类目的根查 ;

(7) 522有效类号根查块 ,560 有效类号根查 ,主

要是属、分、参类目的根查 ;

(8)其他块 ,包括 622其他分类号块、722主题词

块、822来源信息块、922国内使用块。

这套格式基本能把《中图法》类目体系描述清

楚 ,为《中图法》建立机读数据库 ,生成电子版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212 　《中图法》MARC 数据库的建立

依据《中图法》机读格式把所有排版数据转换成

MARC 格式数据 ,共 53817 条 ,装入数据库中。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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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机读化过程中 ,人工重点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 ,这

些问题解决与否 ,直接关系到电子版软件功能的实

现。

21211 　类号非规范化问题的处理

在《中图法》中有 20 %的类目为特殊类号 ,即非

层累制 ,类目加细一级 ,类号不是延长一位 ,但 18 %

的数据有规律可循 ,需要人工一一编辑。有如下几

种 :

(1)类目加细一级 ,类号长两位 ,类号为八分法

或双位制或借下级 ,如 :

C91 社会学 　其上位类号为 C ,机读数据为

2601 ＄h02 ＄aC91 ＄m 社会学

H211 少数民族古语言 　其上位类号为 : H2 ,机

读数据为 2602 ＄h03 ＄aH211 ＄m 少数民族古语言

K825. 19 法律 　其上位类号为 K825 ,机读数据

为 2604 ＄h05 ＄a K825. 19 ＄m 法律

(2)类目加细一级 ,类号长度不变 ,类号尾数递

增 ,递增数值为 1 ,2 ,3 ⋯9 ,则类号为借上级 ,如 :

K812 人物总传 　其上位类号为 K811 ,机读数

据为 2603 ＄h04 ＄a K812 ＄m 人物总传 :按时代分

(3)类目加细一级 ,类号长一位 ,但是类号倒数

第 2 位号码以其上位类类号尾数递增的顺序发生变

化 ,一般递增数值为 1 ,2 ,3 ⋯9 ,则类号为借同级 ,

如 : 　

Q959. 471 颚针鱼目 　其上位类号为 Q959146 ,

机读数据为 2605 ＄h07 ＄aQ959. 471 ＄m 颚针鱼目

(4)类目加细一级 ,类号长两位 ,其中一位为 0

或为 - ,类号是借 0 或借 - ,如 :

K231104 古代史籍 　其上位类号为 K231 ,机读

数据为 2006 ＄h05 ＄a K231. 04 ＄m 古代史籍

J292. 223 碑帖源流考证、题跋、译文 　其上位类

号为 J29212 ,机读数据为 2607 ＄h05 ＄aJ292. 223 ＄m

碑帖源流考证、题跋、译文

(5)在《中图法》中用单字母或双字母作类号的

类目的编辑制度称为顺序制 ,如 : A、B、C、D ⋯Z 或

DF、TB、TD、TE ⋯TV ,机读数据为 :

2608 ＄h01 ＄aA ＄m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基本大类 ,无上位类)

2608 ＄h02 ＄aDF ＄m 法律 　其上位类为 D

以上数据有规律可循 ,但有 2 %的类目类号极不

规范 ,无规律可循 ,缺乏逻辑性。其中有些是类号编

辑不规范 ;有些是违背借号规律 ,造成借号泛滥 ;有

些是几种借号方法应用到一个类号的编辑制度中。

为使电子版能正确显示类目关系 ,我们对违背逻辑

的类号进行了修改 ,主要集中在注释描述中 ,对已既

成事实的类号不宜修改 ,因为影响类分文献 ,为此 ,

我们定义类目字段第一指示符为 n ,来进行特别标

识 ,在生成电子版时需要特殊编辑 ,人工协助处理。

如 :

(1)类目主体类号不规范

260n ＄h07 ＄aQ969. 431. 1 ＄m 斑蛾总科 　其

上位类号为 Q969142 + 3

260n ＄h04 ＄aJ60 - 02 ＄m 音乐的哲学基础 　

其上位类号为 J60

260n ＄h05 ＄aD922. 291. 91 ＄m 企业法、公司

法 　其上位类号为 D922129

(2)起止类类号书写不规范

在印刷版中 ,起止类类号的省略书写法很多 ,规

则不统一 ,影响到电子版的类目正确显示。电子版

的数据库对其类似的数据作了统一处理 :起类类号

的阿拉伯数字小于等于三位时 ,/ 后省略大类字母 ;

如果大于三位时 ,/ 后则省略第一位小数点或 - 前的

所有相同部分。例如 :

S851. 34 + 7. 1/ . 7 等同于 S851134 + 711/ S851.

7 ,该号为正确省略方式。

P1 - 093/ 097 改为 P1 - 093/ - 097

S945. 4 + 1/ 945. 4 + 9 改为 S945. 4 + 1/ . 4 + 9

D5/ 7 改为 D5/ 77 ,因为 D7 不存在 ,计算机不识

别该类号。

(3)注释字段类号描述的不规范

注释表述自然语言化 ,注释中出现的类号随意

性太强 ,缺乏逻辑性和规律性 ,其中有许多是超文本

显示信息 ,必须进行规范 ,否则影响电子版的超文本

正确显示。例如 :

D52 世界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

专论一国的有关著作入 D6/ 7。应改为 ⋯入 D6

与 D73/ 77。

TK423、TK433、TK441 + . 3、TK473 等类下注

释仿 TK413/ 414 分 ,应改为仿 TK413 分 ( TK414 不

存在 , TK414. 1 是 TK413 的下位类) 。

21212 　复分表和指示性类目的处理

专类复分表和通用复分表分别是供某些类目和

全表类目使用的 ,都是供集合类目复分使用 ,但是每

个复分表又是相对独立集中、自成体系的类目表。

因此 ,为了电子版正确显示复分表 ,其机读数据的编

制是把每个复分表连接在一个可概括的上位类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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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可概括的指示性类目下 ,同时将复分表中每个

类目又与相关联的上位类或指示性类目链接 ,这样

可正确显示复分表。如 :D676. 58/ . 59 是为处理其

下的专类复分表专门增设的指示性类目。指示性类

目在类表中与使用类目的功能和显示位置不同 ,需

要特殊描述 ,单独处理。

213 　功能软件的研制

电子版是在《中图法》(第四版) 数据机读化基础

上 ,由软件来实现类目检索和类目显示的。因此 ,软

件研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21311 　类目详表、简表界面软件的研制

把每个类目作为类目“树”的结点 ,通过对结点

的点击 ,生成显示详简不同的等级表。该软件的实

现主要是通过机读数据补充必要的类目信息。

(1)每个类目进行上下位类的链接 ,通过 560 字

段表示出类目间等级关系。

(2)产生结点 999 字段。

(3)辅助人工建立特殊类号的类目、指示性类

目、专类复分表等结点。

21312 　文本显示、超文本显示的软件研制

该软件主要是通过类目结点、浏览窗口、类目注

释等实现文本显示和超文本显示 ,包括多窗口显示、

单条类目的显示、单级类目的显示 (类目范围显示) 、

上下位类的显示 ,对不同的数据类型做不同的显

示。　

21313 　检索窗口及其功能软件的研制

类目要素检索、全文检索、逻辑检索等多窗口检

索功能软件的研制。

21314 　应用功能软件的研制

(1)编目接口软件的研制 ,在编目同时可自动启

动电子版 ,并对编目类号起到复制校验等功能。

(2)电子记事本功能软件的研制 ,对使用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随时记录在案 ,对网

络版用户起到规范文档的作用。

3 　《中图法》电子版的体系结构及其功
能

　　它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类目检索部分和类目显

示部分。类目检索部分包括类号、类名、类级、复分

号、复分表、注释等检索点 ,包括前方一致、精确一

致、任意一致、全文检索、逻辑检索等检索方式。显

示部分包括主表和附表的类目等级关系显示 (也称

类目树浏览显示) 、某一类目的详细内容显示和邻近

类目等级关系的显示等显示范围 ,包括浏览显示、多

窗口多维显示、任意类目的超文本显示、印刷排版格

式的显示和类目 MARC 格式的显示等显示方式。

它除了提供和印刷本非常相似的“类目树”层次显示

界面外 ,还表达了类目的体系结构 ,便于使用者浏览

检索。在一个类目的详细信息显示中 ,除包含了和

印刷本兼容的信息以外 ,与印刷本相比还有以下功

能 :

(1)从多途径快速精确检索类目。它不仅可从

类号、类名、类目的注释文字等途径跨类快速查找所

需类目 ,也可通过类号、类名、注释等概念符号组合

检索所需类目 ,也可实现全文检索 ,即类表中出现过

的任意概念、符号、类号的检索。总之可实现从主题

概念、类目短语或类号快速检索到专指类目和相关

类目 ,也可实现从学科角度进行任意等级类目的检

索 ,随时扩大和缩小检索范围 ,实时灵活地改变检索

策略 ,便于用户选择最专指的类目 ,提高了文献标引

效率。

(2)实现多窗口多维检索 ,打破了印刷本的线性

检索体系 ,便于用户对类号类目的选择判断、甄别和

组配 ,起到了辅助标引的作用 ,为文献选择分类标引

方式提供了必要条件 ,提高了文献标引质量。

(3)实现类目任意概念、类号的模糊检索和全文

检索 ,包括类号、类名的后方一致的检索 ,满足了新

用户和对《中图法》类目体系、类目概念的学科属性

不熟悉的用户的需求。

(4)实现类目的多层面、多窗口、超文本的显示 ,

特别是参照类号的超文本显示。类目的多维显示打

破了印刷版的线性体系 ,大大加快了文献分类标引

和检索的速度 ,起到了智能辅助标引的作用。

(5)根据类目的属性 ,通过不同的符号、不同的

颜色对类目进行多层面的等级显示 ,对类目概念及

其使用起到注释的作用 ,降低了标引难度 ,用户界面

更友好 ,通俗易懂。

(6)起到分类目录检索系统和分类目录主题索

引的作用。作为读者可根据主题概念和主题因素查

找到所需文献的类号 ,可根据类目树状显示了解学

科范围 ,鸟瞰学科体系 ,选择合适的类号检索文献 ,

是读者的必要检索工具。

(7)起到了分类规范文档的作用。在任意类目

的固定窗口可增加标引员的注释 ,起到使用注释文

档的作用 ,便于分类查重 ,也便于分类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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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图法》电子版的应用环境

《中图法》电子版软件对运行环境要求不高 ,只

为大陆简体 Windows95/ Windows98/ Windows N T 4.

0 以上版本/ Windows 2000 ,建议计算机内存在 16M

以上。如果是 Windows95 环境 ,须先安装 IE 4. 01

以上版本后则可安装。安装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

最小空间的安装。这种方式只拷贝程序文件和配置

文件到计算硬盘上 ,而将占用空间很大的数据库文

件保留在光盘上。这种方式只占用 20M 左右的硬

盘空间。另一种是最大空间的安装。这种方式将所

有程序文件、配置文件和数据库文件都拷贝到计算

机硬盘上 ,因而将占据约 200M 左右的硬盘空间。

《中图法》电子版使用操作较为方便简单 ,易掌

握。只要具备一般的计算机使用常识和分类法常识

则可操作使用。

《中图法》电子版的载体是一张光盘 ,安装极为

简单 ,用户只需将这张光盘插入到计算机的光盘驱

动器中 ,并运行光盘根目录中的 setup. exe 程序 ,安

装后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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